
离骚

一、了解屈原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    

       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

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

最早的著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
立了“词赋〞这一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离骚》《天问》 《九歌》〔11篇 〕 、《九章》〔9篇

〕《招魂》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
诗歌最长的抒情诗，全诗373句，2477字。

       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其他三人为莎士比亚、哥

白尼、但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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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朗诵与译文

   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啊，
   我伟大的先父叫伯庸。
   摄提那年正当孟陬啊，
   恰在庚寅那天我得以降生。

   父亲观察揣度我初生的时

节，
   一开始赐给我一个美名：
   给我取名叫正则啊，
   给我起字叫灵均，〔要我

像天一样公正啊，像地一样
平坦〕

   美盛的我已经具有这么多

内在的美德啊，
又加上美好的才干。
披着江离和幽香的白芷啊，
又编结秋兰佩戴在身。

   流年似水我好像赶不上啊，
   岁月无情怕不会等待我。
   清晨去攀折大山上芳香的木兰

啊，
   黄昏去采水洲中经冬不凋的紫

苏。

   时光飞速地运行不久留啊，
   春天和秋天自然地依次更替。
   想到一年一度草木的凋零啊，
   唯恐君王老迈衰颓。

   何不把握年岁壮盛的时机抛弃

恶政啊，
   何不改变这种法度？
   乘上骏马尽情驰骋啊，
   来吧，我当为君王在前面开路！



      第一部分：以诗人自述历史的自传式写法写自己的家

世出身及生辰名字。

      第二部分：写诗人积极进修，锻炼品质和才干，决心

辅助楚王进行改革。



三、文本探讨

   1.题目“离骚〞是什么意思？

      离，同“罹〞，遭；骚，忧、愁、离骚即遭遇忧患的
意思，或解作离愁，有人解释为牢骚。

   2.屈原遭遇了什么？

      春秋以来，许多小国经过长期的战争，逐渐被大国吞
并。到前403年左右，形成了七个大国〈燕、赵、魏、韩、

齐、楚、秦〉并立争雄的局面。这以后一直到秦统一六国
〔前221年〕，历史上把这180多年叫做战国时代。这个

时代，各国间斗争激烈，攻伐连年，政局动荡。诗人屈原
就生活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战国后期。战国七雄的实力并
不平衡，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人，实力不
断消长。
七国争雄的斗争，基本上就是合纵〔苏秦〕连横〔张

仪〕的斗争。
屈原历经楚国三朝君主：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



楚国的内政外交
　　在秦、楚、齐三国中，秦和楚又是最有可能统一六国的国家，
而且秦占优势。所以楚国只有和齐国联合，才干和秦国相对抗。而
秦只有破坏了齐楚联盟，才干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实现她统一六
国的大业。这就是屈原所处时代楚国的外交形势；就楚国内政方面
来说，要想富国强兵，战胜秦国，就一定要强化法治，限制贵族特
权，举贤授能，发展经济实力。屈原提倡变法，反对腐败的贵族统
治；主张合纵，保持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正是从战国七雄争霸的
形势出发，符合楚国长远利益的正确方针。

屈原流放
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楚怀王十六年〔前313

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带了很多财宝到楚国活动。
张仪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
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可是利令智
昏的楚怀王不以为然，听信了张仪的鬼话，就把相印授予张仪，封
张仪为相；贪图六百里的商砖之地，真的和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盟；



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
愚蠢的怀王，还以为是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
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
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
长宽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
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
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被占去汉中大片土地

。 
     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
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怕齐、楚
复交，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
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秦惠王本不同意，张仪却胸有
成竹地说：“以我张仪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的土地，臣愿意到楚
国去。〞张仪到楚以后，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在楚怀王面前一
番花言巧语之后，糊涂透顶的楚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
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使齐回来，说明利害，怀王想追回张
仪，张仪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大失信用。
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齐合秦，去秦迎亲；



第二年，怀王还与秦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接受了秦
退还的上庸之地〔今湖北竹山县〕。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不
但无效，反而遭到了第一次流放，流放到了汉北地区〔今安康一带
及汉水上游地区〕。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背离

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
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

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
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

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
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
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
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
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
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
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
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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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
楚国人都同情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
义。秦国、楚国断绝交往。 

第二次流放〔江南地区〕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
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
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
快地一战。〞楚顷襄王很忧虑，就谋划再与秦国讲和。屈原来说是
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楚国人民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怀王
入秦，以至使怀王死在秦国，又责怪他不该怂恿顷襄王向秦国屈膝
投降。他写诗抒情，表达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
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
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
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
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
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眺望龙门〔
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
〕，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3.屈原为什么要写《离骚》？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
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
自怨生也。〞 
      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依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
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
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
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
诗人的自叙传。 



   4.《离骚》表达内容是什么？

    前一部分作为对往事的追忆，偏重于叙写现实；后两部

分作为对将来的探求，偏重于驰骋想象，最后则以回到现
实结束全篇。诗中通过这样的抒写，塑造了具有崇高品行
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反映了诗人实施“美政〞〔圣君贤相、
民本思想〕、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感情，表现了诗
人修身洁行的高尚节操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并对楚国
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叱责。
  

  5.通过阅读《离骚》，屈原为何要“殉道〞？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31701205213600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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